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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树银花

这可能是孩子们人生中最特殊的
一个假期，那么多真实的人物、故事
正在涌现。选什么角度讲给中学生
听？这里，一些知名学者、特级教师
分享他们最想和中学生们交流的角
度。

在逆境中寻找希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副教授蒋昌建认为，和中学生可以
交流三个问题：要树立在逆境中寻找
希望的信念；什么是“共同体”；什
么是“知行合一”。

在蒋昌建看来，一个人的成长和
国家社会的发展一样，不可能一直是
顺境，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
这恰恰是磨炼我们的意志、检视我们的
能力、体现责任担当的机会。

如果在疫情中，我们怀着侥幸的心
理去寻找“摆脱”疫情的机会，比如，
总觉得偶尔出一趟门好像没什么关系，
不用戴口罩了。说不定，抱有侥幸的
你，就会遭遇更大的难题。

什么是“共同体”？小到一个家
庭，大到人类社会，都是共同体。在家
庭和学校之外，如果我们主动维护好了

“社区”这个共同体，未来，我们才有
可能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是“知行合一”？蒋昌建说，
疫情考验我们的，是每一个人从小到大
家庭、学校、社会教给我们的各种各样
的知识。当疫情到来，这些知识能不能
转化为实践，如何转化，就非常关键。
在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蒋昌建
希望同学们注意以科学素养，来甄别纷
繁复杂的信息。

人类真的能掌控一切吗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
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同学们讲讲，
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思维。

任何坏消息背后都有好消息。在病
毒传播的坏消息中，也能看到不少潜在
的好消息。比如，我们尝试了很多“第一
次”：第一次如此大范围的线上办公，第
一次全国性地开展各种线上教学……这
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我们需要用
辩证的思维，去探索危机背后的新机会。

这次疫情，把人们拉进了一场跨学
科的集体学习。它不是有固定时长的一
堂课，也不是某个老师在上面讲解，学
生在下面听。这次的学习是在每一天，
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我们所有人都
拥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最前
沿的科学家们一起，学习一些新的知
识，一点点揭开那些关于病毒的未知。

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自己和这

个星球其他存在的关系。自工业革命以
来，人类越来越自信，认为可以征服一切，
慢慢活成了人类中心主义。是不是可以
借助这次危机，思考人类应该怎样在这个
星球上展开我们的生活，并与其他物种和
谐相处，是吴冠军提出的思考题。

怎样通过沟通达成共识

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学者沈辛成希
望和同学们聊聊疾病史。沈辛成说，回
顾霍乱、鼠疫等历史上重大的传染病，不
难发现，现在和过去的距离并不是那么
遥远。人和疾病、病毒细菌、和各种致病
体的抗争是永恒的。从这个角度说，这
次危机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如何
打破思维定式，接受一种新的可能性。

这个假期，同学们都闷在家里，但
也给了大家一次难得的机会，近距离地
看到父母、祖父母的生活是怎样展开
的，他们每天听到、看到的信息从哪里
来，和我们的认知差距有多大。面对一
个和你那么不同的长辈，怎样通过沟通
去达成共识？怎样用自己的科学素养去
影响他们？在沈辛成看来，学会和长辈
沟通，是值得每个人认真学习的一堂课。

沈辛成认为，我们在认知科学统计
数字的同时，也要看到、想到数字背后
的人。如今，每天早上醒来，很多人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浏览新增
病例的数值变化。这些数字除了统计意
义之外，对每个具体数字背后的家庭、
个体来说都意义重大。沈辛成认为，对
教育而言，能否把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
还原出来，把它们说得生动、有人情
味，让学生意识到我们在对抗疫病，非
常重要。 据《解放日报》

和中学生聊聊这场疫情

漫长假期中，一些孩子养成了许多
不好习惯，比如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
等。不少小学低年级学生家长反映，孩
子玩的时间多了，喊他们做作业或看书
时，很难专心致志，坚持不了几分钟。
那么，如何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呢？

根据孩子注意力发展特点施教

据了解，三岁孩子对有目的的活动
的注意可持续3～5分钟，四岁孩子可持
续10分钟，五六岁孩子可持续15～20分
钟左右。家长可以有意识地安排一些需
要一定意志力的活动，如下棋、画画
等，让孩子经过努力完成任务，锻炼他
们注意力的集中性和持久性。

家长还要培养孩子做事有始有终的
习惯。别人的交谈、门外的声响、做事
过程中的障碍与困难等，都会使孩子中
断正在进行的事情。家长应帮助孩子克
服困难和障碍，排除外界干扰，督促孩
子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项活动，千万不
能在孩子投入做某件事时，用其他事情
去干扰他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另外，家长要做孩子的榜样。在生
活与工作中认真、严谨、专心致志。要
知道，一个做事总是丢三落四的家长是
培养不出一个认真严谨的孩子的。

从培养孩子的兴趣入手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对低年级
孩子， 可以通过游戏训练去锻炼孩子
的注意力，游戏可以是拼图、下棋，让
孩子尽早学会拼图，并逐渐增加拼图的

块数；学习简单棋类的玩法。还可以是
“猜物”，把几种不同形状、轮廓鲜明的
东西放在袋子中，让孩子去摸，然后提
问孩子：“一共有几样东西？都是些什
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家长也可从语言入手。比方说听故
事。在讲故事前先向孩子提出问题，让
孩子带着问题去听，听完后回答问题，
或复述给你听。还有学话，教孩子跟随
你说话，完整地说一句话后，你说前半
句，让孩子说后半句。

培养孩子的注意力，还可从培养孩
子兴趣入手。孩子喜欢画画、搭积木、剪
纸，家长们只需提供好东西，玩的事儿就
交给孩子。在玩的过程中，自由度越高，
才华方能越高。相反，一味让孩子根据
大人的思路来，反而会束缚了孩子的发
展，破坏掉孩子的天赋。一般来讲，学画
画、钢琴和小提琴的孩子注意力都比较
强，但前提是孩子对这些感兴趣。 晚综

提高孩子注意力 家长需要这样做

中国标点符
号的完善与广泛
使用，不过100年
的历史，而且是

“土洋结合”的产
物。老祖宗最早
的书面语言没标
点符号，不但阅
读困难，而且不
易理解意思。

虽然唐代已有了句读，但一直停留
在初级阶段，远不能用来表示停顿、语
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这种状况一
直延续到20世纪初。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欧美的
标点符号也到了中国，第一个介绍国外
标点符号者，是清廷外语学堂“同文
馆”学生张德彝。他在《再述奇》的游
记里写道：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
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
“。”；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
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
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
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另
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 （） ”；又于
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张
德彝介绍的西方“句读勾勒”，引起了
学人的注意与兴趣。

1897年，广东东莞学人王炳章，取
中国原有的“圈”和“点”，及西文中
的“句读勾勒”，草拟了 10 种标点符
号。由于合乎实用，胡适、陈独秀、鲁
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著名教授、作家
均表欢迎并应用。

“五四”以后提倡白话文，标点符号
被应用于书报杂志，只是因没有“法定”，
用法不尽统一。鉴于当时对标点符号的
应用有拥护、有反对，使用中又各取所
需，显得混乱，胡适、钱玄同等6位教授在
1919 年 4 月间，向“国语统一筹备会”
提交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

北京政府教育部予以批准，于1920
年2月2日颁行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
号文》，规定了12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
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标点符号由此诞生，
为大众所认可接受。 据《解放日报》

标点符号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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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知识长长

郁达夫是著名作家、革命烈士。他
的家在浙江富阳，他有一位让人敬重的
母亲——陆氏。母亲虽然没文化，但郁
达夫在少年时期就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努
力奋进的力量。

郁达夫12岁那年考进了县里高小。
开学后不久，他在一次回家时，对母亲
说：“娘，我想买一双皮鞋。”母亲问他为
什么要买皮鞋。他说：“学校发了黑色制
服，同学们都配上了一双闪亮的黑皮鞋，
走起路来非常神气。”母亲听了后，什么
都没有说，起身走出家门。她打算到鞋
店给儿子赊一双皮鞋，但没赊到。回到
家后，母亲把家里几件像样的衣服挑出
来，准备拿到当铺去当掉。这一举动让
郁达夫感到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太不懂
事了。他夺过母亲手里的衣服，对母亲
说：“娘，我不要皮鞋了，就是你买回来我
也不穿。”这件事情对郁达夫的触动很
大，此后他越加发奋读书。

郁达夫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用
支出都靠母亲一人来维持。在这种困苦
的情况下，母亲还能理解郁达夫在学校
的境遇，让他感觉到母爱的力量，这也
是一种教育智慧。 晚综

一双皮鞋的故事

睿宗是唐代君主中最会享乐的一
位皇帝，虽然他只当了三年的皇帝，
但不管什么佳节，他总要用很多的物
力人力去铺张一番，供他的游玩。每
年逢元宵节的夜晚，他一定让人扎起
二十丈高的灯树，点起五万多盏灯，
称为火树。

后来诗人苏味道写了一首诗 《正
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
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这首
诗把当时热闹景况描写出来，好像在
我们眼前。《南齐书·礼志上·晋傅玄
朝会赋》 中就有“华灯若乎火树，炽
百枝之煌煌”的句子。

释义：火树：火红的树，指树上
挂满灯彩；银花：银白色的花，指灯
光雪亮。火树银花形容张灯结彩或大
放焰火的灿烂夜景。成语出自唐朝诗
人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一诗：“火
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晚综


